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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社会《2014 年亚太贸易与投资报告》序言 

 

联合国副秘书长、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沙姆沙德﹒阿赫塔尔博士 
 
 

 

二十多年以来,贸易和投资一直为亚太区域各经济体取得经济增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驱动力。不断

增长的出口和日益深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使本区域各国得以创造生产性就业，并更为广泛地享有

经济增长带来的惠益。 

然而，2008-2009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有力地表明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不断加剧的动荡和不确

定性持续至今，使得本区域迫切需要调整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并以此缓解外部环境所造成的不

利影响。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各种机会并改进公共福祉，有必要开拓新的贸易领域。二十一世纪

的贸易和投资为支持和培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 

本期亚太经社会《亚太贸易与投资报告》指出，尽管亚太区域仍然是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

极，但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尚未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在2013年以及2014年上半年，区域贸易增长

有所减弱，并且尽管预计2015年贸易增长率将增至7%，但全球宏观经济前景中的持续不确定性意

味这一预测远非十拿九稳。 

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危机的阴影，这就凸显出经济再平衡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这要求重新关

注出口创造的国内附加值，而不是仅仅增加出口总值。区域经济体还应实现多元化，通过刺激国

内需求并进一步加强与本区域其他经济体的一体化，摆脱对欧洲和美国等传统出口需求来源国的

依赖。在此方面令人鼓舞的是，《2014年亚太贸易与投资报告》表明，区域内贸易不断获得整合，

目前本区域一半以上的出口直接流向亚太区域其他国家。 

然而，《报告》的一项主要结论是本区域出口和进口的集中度仍不平衡。仅东北亚地区就占到

2013年本区域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大约60%。同样地，亚太区域65%的劳务出口仅源自六个经济体。

这就说明各国在其贸易竞争力和多样化程度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仍有巨大潜能尚待开发，在

许多国家的服务业部门尤其如此。必须具备可为工业出口提供支持的有竞争力的商业和贸易服务，

这一点也正在日益变得至关重要。 

2013年亚太区域吸引了5,4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了6.6%，占全球投资流入的近

38%，然而这仍然低于全球增长水平，并落后于拉美等其他增长迅速的区域。《报告》也指出了积

极的一面，其表明，本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多元化趋势明显增强，一些新的地点和更为小

型的参与者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而且吸引到的投资规模也增加了。 

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也得到加强，通过合并和收购的投资流入总计超过1,530亿美元，占

本区域去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的近三分之一，而且投资流向的目的地多种多样。鉴于外国投

资在技术转让和创造就业中的重要性，这种发展动态极具前景，并且对于深化全球价值链、推动

获得更高回报和创造体面就业而言是一个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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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亚太贸易与投资报告》着重强调各国仍应以开放态度面对进口，而且应避免诉诸不必要

的贸易限制性措施。报告揭示了本区域普遍强化限制性措施的令人担忧的趋势，这些措施以境内

非关税措施为主，其中许多都在无意中对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产生有害的后果，尤其为中小型出

口商设置了障碍。 

贸易便利化措施可降低贸易成本和提升竞争力。亚太经社会的分析表明，贸易面临的许多障碍以

低效率的监管和海关程序等形式出现，而目前在采取无纸化贸易和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方面正在

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 

政策制定者应采取步骤降低贸易壁垒。多边谈判方面的进展，包括《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的迅速和有效执行，将会对此有所帮助。区域贸易自由化协定，尤其是在许多现有协定能够得到

整合的情况下，也可促进贸易和一体化。例如，完成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开放式协定，可推动取消或整合多达54项单项优惠贸易协定，并极大地

简化亚太区域的“面条碗”现象，同时还可解决投资和其他贸易壁垒问题。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必须引领构建多边主义的努力，以确保贸易可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并有助于缔

造实现了包容性可持续增长的、我们希望的未来。《2014年亚太贸易与投资报告》中的数据和分

析为正在开展的将贸易考量纳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主流的工作提供了宝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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